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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晓晓

炎炎夏日，不少市民会选择
去游泳馆消暑。近日，市民周琳
向记者反映，经常在女更衣室遇
见五六岁的男孩子，这让她觉得
特别尴尬。

6岁男孩跑进女更衣室

今年 7 月份，20 多岁的周琳
在市区滨河路一游泳馆办了张游
泳卡。周琳说，8月5日下午，她
游泳出来正换衣服时，刚好遇见
一位家长带着一名五六岁的男孩
进来，吓得她赶紧躲在衣柜后。

周琳很尴尬，就说了句“孩子
这么大了，怎么还进女更衣室？”
孩子妈妈听到后，称周琳不理解
做妈妈的心情，还跟她起了争执，

“孩子才6岁，能懂什么啊。”
“洗澡或换衣服时遇见两三

岁的孩子还好，可五六岁的孩子
已经懂事了，再进女更衣室，让我
有些不能理解。”周琳说。

走出游泳馆后，周琳将她遇
到的情况发到了朋友圈，没想到
引起了不少朋友的共鸣。

游泳馆对此无明确规定

随后，记者走访了市区多家
游泳馆发现，正值暑假，游泳馆里
的孩子确实不少，妈妈带男孩进
女更衣室的现象屡见不鲜。而游
泳馆对于孩子能否进入异性更衣
室，并无硬性规定，也没有明显的
相关标识。

在与一家游泳馆的负责人刘
先生交流时，记者将周琳遇到的
问题反映给刘先生。刘先生说，
妈妈带男孩子进入女更衣室的情
况非常常见，而且也经常会遭到
顾客投诉。“很多顾客会觉得尴
尬，虽然当面不说，事后也会向
我们抱怨。”刘先生说。

当问及为何不对孩子能否进
入异性更衣室做一个硬性规定，
比如超过一定身高或者一定年龄
后不得进入异性更衣室时，刘先
生表示，就算有这方面的规定，
执行起来也很难。

“有些游泳馆会进行规定，
但很多家长都不配合，而且我
们 是 服 务 行 业 ， 竞 争 也 很 激
烈，都不愿意得罪顾客，所以
对 顾 客 带 孩 子 进 入 异 性 更 衣
室 ， 也 都 是 睁 一 只 眼 闭 一 只
眼。”刘先生说。

更衣室遇“大孩子”很尴尬

而对于孩子能不能随父母进
入异性更衣室，记者随机采访了
几位市民。

“孩子的爸爸在外地工作，孩
子平时都是我一个人带，让他自己
去男更衣室我不放心，相信做妈妈
的都能理解，所以不应该站在道德
和性别的角度去评判此事。”家住
舟山路的张女士说，她也经常带4
岁的儿子去女更衣室。

“孩子需要培养独立性，特别
是男孩子。儿子今年6岁了，从3
岁开始我就不让他跟着我进女更
衣室了。暑假也报的有游泳班，但
都是他自己去男更衣室换衣服。”
市民李女士则说，虽能理解一些妈
妈的心情，但并不认同带孩子随意
进入异性更衣室的做法。

采访中，几位年轻女士则表
示，3岁以下的孩子进异性更衣
室可以理解，但遇到5岁以上的
孩子，就觉得有些尴尬了。

应对孩子进行性别角色教育

对此种现象，我市心理专家
马老师表示，带孩子去异性更衣
室，是种不雅行为，也是对别人
的不尊重。

“孩子一般从两岁开始，就有
了性别意识，过早接触或认识异
性的身体，可能会造成孩子心理
早熟。不少女孩子的家长做得不
错，一般不会带女孩进异性更衣
室，但很多男孩的家长就忽略了
这一点，其实男孩女孩都需要保
护。家长对这个问题千万不可忽
视，不要觉得孩子还小，什么都不
懂。对孩子进行正确的性别角色
教育非常重要，这不仅有利于孩
子的心理健康，还能帮助孩子养
成健全的人格。”马老师说。

女子正在游泳馆换衣服 6岁男孩被妈妈带进来

孩子进异性更衣室 这事你咋看

红绿灯断电
辅警暴雨中指挥交通

□本报记者 李林润

8 月 7 日，朋友圈一条
视频赢得了不少网友的点赞
和转发，视频中，一位辅警
正在暴雨中指挥交通。该视
频发布者称：“特大暴雨，
红绿灯停电。情况紧急，没
有打伞直接在岗台上指挥交
通，为这名辅警点赞！”

网友“一禅”：有了你
们的疏导，漯河交通变得更
好了，谢谢你们！

网友“小不倒翁”：辛
苦了，为你点赞！

8月8日，记者在视频中
看到，当时下着大雨，一名辅

警站在路口的岗台上，正认
真指挥交通。记者注意到，
在一款APP 上，这条视频的
播放量达两万人次，有不少
网友点赞并留言。

随后，记者辗转联系上
了视频中这位执勤的辅警。
他叫张威，是漯河市交警支
队秩序管理示范大队嵩山路
中队蓝天岗的一员。张威
说，8 月 4 日傍晚，突降暴
雨，当时风大雨大，他们接
到命令，让先回岗亭避雨，
观察路口状况。可就在这
时，岗亭内的灯突然全灭
了，路口的红绿灯也不工作
了。没一会儿，路口就出现
了交通拥堵状况。当时在岗
的三位辅警张威、谢梦柯、
赵方超三人立即走出岗亭，
开始指挥交通。

张威告诉记者，他们本
准备先把岗台上的伞撑开，
但由于雨势较大，撑了两分
钟也没撑开。“咱们的伞太
低，如果撑开伞打手势，车
主估计看不清。”听谢梦柯
一说，张威决定不撑伞了，
直接上岗指挥交通。

就这样，张威在雨中的岗
台上用手势指挥交通近一个
小时，衣服从里到外全被雨水
打湿。直到红绿灯来电之后，
他们才回到了岗亭里。“当时
是交通高峰期，红绿灯一不
工作，路口就堵车。”张威说，
他们的职责就是疏堵保通，
淋点雨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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